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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一早，一位外卖哥让全国人民心
疼。起因是一篇题为《杭州外卖哥一条短
信牵人心，背后故事心酸又心疼》的文章在
网络流传。（1月11日《钱江晚报》）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其实很简单，送
外卖的大叔冒着凄风冷雨把客户的外卖送
到家门口，却电话打不通，敲门门不开，又
碰巧电动车没电了，推着沉重的车子走了
很远才到家。想着付出这么多，却一分钱
没挣到，深感委屈的外卖大叔就给客户发
了一条短信，诉说了自己的不易，甚至表示
以后不干这行了。而客户也并非是故意不
接电话，做淘宝女装的她，因为熬夜工作，
在等餐的时候睡着了，所以才有接不到电
话，敲门也听不见的事情。

而这件很普通的事情，之所以能够引
发全国网友的关注，甚至引得人民日报等
大V自媒体也纷纷参与转载，根本原因在于
大家看到了故事背后普通人的生活状态，
看到了这些社会最普通劳动者为了生活拼
尽全力的艰辛与不易，以及他们永不放弃
的勇气与韧性。而这样的艰辛与不易、勇
气与韧性，对于全国亿万网友来说，可能自
己正在经历着，所以感同身受；也可能自己

已经走过了这样的阶段，回想起来难免感
慨良多。不管怎么样，这两个普通劳动者
的故事，都打动了我们。

这件事的结局也挺美好，当开淘宝店
的姑娘醒来看到短信以后，深感愧疚与不
安，于是也给对方回了一个情真意切的短
信，表达自己的歉意，也诉说了自己的不
易，而外卖大叔并没有辞职，现在仍旧在做
着这份虽然辛苦，但是却让他感到踏实的
工作。不管是外卖大叔还是淘宝姑娘，都
是为了生活拼尽全力的人，都是心怀美好，
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而努力奋斗的人，
这样的人，值得我们尊重，彼此之间也更要
互相理解、宽容。

一些网友从新闻中这两个人的身上看
到了自己当年曾经奋斗的影子，那么现在
工作稳定了，收入增加了，人生也呈现上升
的态势，但是却不能因此忘记了今天这些
努力打拼的人，其实就是昨天的自己，而自
己当时也期盼着能够得到别人的理解与宽
容。如果你还没有成功，那么请像外卖大
叔和淘宝姑娘一样去努力、去奋斗；如果你
已经成功了，那么请善待外卖大叔和淘宝
姑娘。

家属不签字，医生可以做手术吗？在医
患关系复杂的今天，我们都以为医生面对这
个问题会犯难。不手术，不违法，却会违背
自己的良心；手术，有可能不违法，但是有可
能会惹上官司。然而1月4日下午，一位江
苏南京鼓楼医院的医生，在面临这个难题
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做手术。他说：“所有
责任我来承担，救一条命总比害怕担责任要
强。”（1月11央视）

虽然这件事发生已经有几天了，但看到
央视的报道，还是有一种温暖的感觉。这样
的医生让人们重新发现了“医者仁心”，值得
点个大大的赞。

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细节是，面对这样的
暖闻，有一些网友表现出了担心。有人说，
如果手术不成功怎么办？如果家属不讲理
怎么办？所以有网友表示：这是幸运的病人
碰到幸运的医生，幸运的医生碰到幸运的家

属。这么一讲，确实让人捏着一把汗。同样
是在1月4日，在辽宁省锦州市，当医生完成
一场没有“家属签字”的手术后，等来的不是
感谢，而是患者和家属的责备。

家属不签字，医生就不能手术，这在医
生圈子里被称为第三十三条铁律。或许正
是因为受到极致情况的影响，医生严守规
定，患者深受其害的例子很多。其实“家属
签字才能手术”的规定，本是为了保护患者
而来，谁能想到有时候竟然成为生命的“拦
路虎”。这样的背景下，寻求制度撑腰，让制
度呵护温暖，自然成了题中应有之意。

民众期望，已成现实。去年12月，最高
法发布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司法解释。
解释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患者等紧急情况
而不能取得患者意见，医务人员经医疗机构
负责人或授权负责人批准立即实施相应医
疗措施，患者因此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

任的，法院将不予支持。很难说发生在南京
的这起暖新闻，与制度撑腰没有关系。

制度更带有根本性。“一朝被蛇咬，十年
怕井绳”，可能是一个人的问题；当社会呈现
出普遍的“怕井绳”心态，哪怕大多数人根本
没有“被蛇咬”的经历时，仅仅进行道德呼吁
恐怕无济于事，这时就需要看看制度发挥了
什么作用，能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在紧急
救治这个问题上，制度撑腰是实实在在的

“暖心宝”。
强调制度的力量，也不能忽视人心的作

用。固然最高法已经出台司法解释，将紧急
情况抢救决定权交给医生。如果有些医生
就是瞻前顾后、束手束脚，又该如何办？何
况医疗领域每天发生太多的事情，碰到太多
的问题，很难通过一个制度来“包治百病”，
这时候就要强调“医者仁心”。一直以来，医
生在人们心中都有着很高的位置，与“医者

仁心”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一段时间医疗形
象的下滑，与部分医生不珍爱自身形象，也
有着很大的关系。

南京这位医生讲了一句话，“所有责任
我来承担，救一条命总比害怕担责任要
强”。这是一种职业风范，是对“医者仁心”
的生活诠释。即便发生在锦州的那则“凉新
闻”，当事医生也表示，“我当时觉得心里确
实挺委屈，因为我们本着救死扶伤的心态，
对患者进行积极的抢救”。从“救死扶伤”的
叙述中，也能看到“医者仁心”。这种职业风
范，同样是人们希望看到的。

“制度撑腰”体现的是好制度，“医者仁
心”体现的是好医生。好制度重要，好医生
也很重要，好制度叠加好医生才会有更多暖
新闻。建立健全更多好制度，培养激励更多
好医生，这样的医疗行业，一定会呈现更加
美好的一面。

为生活打拼的人需要理解与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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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媒体快速发展,每个人都可以
通过各类平台发布信息,也可以通过这些
平台接收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信
息、知识的传播。然而,在自媒体提供的
海量信息中,有多少是“真金白银”?记者调
查发现,一些信息服务平台上的文章有不
少都经不起推敲,比如涉及历史、科普等
内容的,有的还是彻头彻尾的谣言。（1月
11日《法制日报》）

自媒体时代，一个不容争议的事实
是，人人都是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接收
者。在这个过程中，良莠不齐的信息，势
必会混淆人们的视听，而期间掺杂的谣
言，更会误导公众，甚至还会引发社会恐
慌。伪历史、伪科学、伪常识这些“三伪”
文章，不仅影响着自媒体平台的发展，也
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不和谐音符：一则，伪
历史把野史当正史,把争议当结论，甚至
用断章取义的方式来颠覆传统观点，致使
广大受众难辨真伪；二则，伪科学为了迎
合公众重视饮食安全的心理，不惜编造一
些违背科学的实验和数据等，误导公众；
三则，一些伪常识，比如“洗澡先洗头会导
致脑溢血”“酸性体质易生病”等，让一些
民众深受其害。

伪历史、伪科学、伪常识，可以说是网
络平台里的“毒瘤”。而之所以被传播，一
是因为一些别用心者，为了“流量”不惜用
标题党或一些不实的信息来吸睛夺目；二
是由于一部分受众掌握的科学知识有限，

对虚假信息不仅盲从盲信，甚至充当不实
信息的传播者；再者，是由于相关部门对
这些“三伪”文章监管打击力度不足，也就
纵容了其泛滥成灾。

因此，不能任由“三伪”文章兴风作
浪。其一，需要自媒体运营者加强自律，
不能只顾及利益考量，必须要认识到自己
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事实上，我国一些地
方出台的“自媒体行业自律宣言”就值得
各地借鉴，通过要求联盟内成员勇担社会
责任，杜绝虚假内容、侵权内容和虚假广
告，遵守社会道德等，就能起到良好的规
范作用。

其二，有效的监管不可或缺。《网络安
全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
则》等都是依法监管的重要依据。因此，
相关监管机构要理直气壮对网络违法犯
罪行为进行坚决打击，不能手软。特别是
要加强日常监管，对一些违法违规和有违
公序良俗的内容，及早介入干预，尽早斩
断其传播途径。

再者，抵制伪历史、伪科学和伪常识
等，公众也应出一份力。比如，面对不确
定的信息，不随意转发，对确定是违法违
规、违背科学和常识的内容，要及时进行
投诉或举报，以避免其蒙骗更多读者。

总之，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家
园，呵护网络空间风清气正，人人有责，更
须人人出力。

不能任由不能任由““三伪三伪””文章文章
兴风作浪兴风作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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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构要理直气壮对网络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坚决打击，
不能手软。特别是要加强日常监管，对一些违法违规和有违公
序良俗的内容，及早介入干预，尽早斩断其传播途径。

春节将至，“催婚”的话题又将迎来一
波舆论风潮。为何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
选择晚婚？公众如何看待“男大当婚、女大
当嫁”的传统观念？（1月11日中新网）

伴随着市场化和商品化进程，婚姻进
入的成本逐渐攀升；大城市集聚着更多的
机会和资源，也意味着更为高昂的生活成
本。缺乏财富积累和社会资本的年轻人，
为了融入城市在努力打拼；一些人并非不
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而是缺乏物质基
础和现实条件。在不少大城市，都有一些
年轻人因为客观原因不得不推迟婚姻进入
的时间。

人口流动的加速，让婚恋市场的竞争
更加激烈；财富、年龄、学历、工作、颜值、家
境等边界建构了一个复杂的等级系统，那
些处于金字塔高端的人们，在婚恋市场中
更受欢迎；而在“男性习惯往下找，女性习
惯往上找”的择偶梯度效应的作用下，较高
层次的女性和较低层次的男性都会面临着
婚恋困境，成为单身男女。

现代化进程的滚滚车轮，既改变了人

们的生存生态，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
和思维方式；更讲究婚姻质量、更在乎主观
感受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将就”。可
在消费社会，人们已经难以获得和享受“纯
粹”的情感生活。

在传统的婚恋模式中，“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说到底就是家庭本位的体现；而在
现代社会，“我的婚姻我做主”，年轻人在婚
姻一事上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话语权。婚
恋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让不同的人
们对何时结婚、跟什么样的人结婚有了差
异化的理解与需求；有的年轻人选择了早
结婚，有的年轻人选择了晚婚，甚至还有少
数“低欲望”的年轻人选择了不婚。

允许婚姻进入的脚步放慢一点，让年
轻人追求更有品质的情感和更契合自己的
生活方式，见证着一个社会开放与包容的
尺度。读懂晚婚现象的爱与痛，既要对晚
婚现象多一些理解与宽容，也要努力改善
年轻人的生存生态，让他们更有安全感、获
得感与幸福感，让他们少一些因“现实条
件”制约而不得不晚婚。

透过晚婚现象读懂年轻人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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